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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的“海派油
画大师陈钧德———艺术与文献特展 ”，

引发业内外关注，让人们将目光不由聚
焦至上海油画发展进程中写实一路之
外的现代主义一脉 。 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 这样一脉像是美术史上的潜流，久
被忽略，对于当下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来
说，却值得重新审视。

西方油画引入中国之后，在迈向本
土化的进程中，不同的油画家采用了不
同的方式，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不
同的融合方案：一是将西方古典写实主
义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结合，构成写实
主义的创作倾向；一是将西方现代主义
绘画与本土传统绘画结合，形成现代主
义创作趋向 。 这两种融合方案各有利
弊， 前者侧重于艺术与政治、 社会、经
济、文化等的现实关系 ，对于中国社会
的适应性更高；而后者更多出于艺术自
身的发展规律，与中国艺术的写意传统
的精神契合度更强。 因此，如果从学术
层面来说，其实两者可谓旗鼓相当。 但
抗日战争的爆发，在“救亡图存”成为头
等大事之时 ，写实主义连同 “为人生而
艺术”这种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艺主
张很快成为中国美术界众望所归的文
化潮流。 而以形式探索为特征的现代主
义油画，很快被边缘化。 新中国建立之
后，两种融合方案最终演变成为两条完
全不同的发展路径， 前一种成为主流，

后一种成为潜流。 而事实上，上海油画
的不断向前发展，离不开它们以不同方
式和力量共同推动。

回溯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来上
海油画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我们可以发
现，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写实主义
和以本体语言探索为主旨的现代主义，

这两条路径之间构成了一种隐秘而复
杂的关联与互动，耐人寻味。

上海第一代油画家大多有海外留
学的经历， 又在 1949 年前有过丰富的
美术教学和艺术实践，他们将这些经验
和记忆统统带入新中国美术历程中，从
而使上海油画的学术来源和历史经验
具有别地没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越来越多艺术家个案和艺术实践表
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上海
不少油画家一边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的主题绘画， 另一边继续尝试探索现代
主义创作的技法与风格， 这个现象构成
了特定历史阶段上海油画艺术的潜流 。

由于他们在美术教育的渊源和影响存
在着差异 ， 这也导致他们在艺术探索
的个体性差异 ，很遗憾 ，这些常常被新
中国美术的一种整体性认知掩盖和忽
略。对于上海油画而言，主流和潜流有对
立，有冲突，有批判，但也存有相互间的
理解、吸收和调整。

比如陈逸飞 1973 年创作的 《南来
北往》， 为了更为形象地表达火车风驰
电掣般的动感，将火车实体进行了有意
识地压缩 ， 造成一种扁平化的视觉效
果。 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采用了现代艺
术中惯用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作为
画面的背景，既凸显出前景中铁道信号
员如宝塔般的坚实与稳定， 也让整个画
面有一种简洁、明确、清新的现代美感。

这是写实路线与现代形式探索两条路径
在一位艺术家创作实践中的一种交织。

比如 1960 至 1970 年代，周碧初曾
先后创作 《龙潭水电站》（1961）、《新安
江 水 电 站 》 （1963）、 《 炼 油 厂 系 列 》

（1964）和 《西山矿区 》（1972）等几件工
业题材作品。 这是他整个艺术生涯中鲜
少涉足的题材，对于这种现实题材的主
题性创作，他依然没有放弃对形式美感
的艺术追求。 根据工业题材的特性，他
选择以色彩的块面构成为主 ， 语言洗
练、概括，画面轻松 、活泼 ，富有一定秩
序感和节奏感，凸显出那个时代罕见的
机械美感和现代性。

两条路径之间除了差异，还有很多
共性是之前的历史研究中常常被忽视
的。 比如说，无论作为主流的写实主义
还是作为潜流的现代主义 ，都面临 “民
族性”和“现代性”的双重挑战。 20 世纪
中国美术最关键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
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二是如何延续自
身的文化传统。 一种外来艺术样式的学
习与引入，既包含对这种艺术本体语言

深入的研究和持续
的发展， 也势必受
到整体文化环境的
限制和影响。 20 世
纪独特的历史进程
和文化语境， 使得
艺术家始终怀有振
兴民族艺术的信念
和使命。 新中国成
立后， 油画的民族
化问题被进一步强
化， 成为当时中国
油画界探讨最多的
话题。

而上海的油画
家一直在用艺术实
践对油画的民族化问题进行深入的研
究、探寻和回应。 比如周碧初一生都致
力于西方现代派与中国传统艺术之间
的融合。 发表在英国专业刊物《画室》中
的 《西湖 》（1932）是他成名作和早期代
表性作品之一。 此作主要运用色彩进行
造型和推延，但周先生将中国传统山水
画中的三远法“高远”“深远 ”与 “平远 ”

自然融入于他的风景油画中，使该作品
既具有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又具有风景
油画特有的色彩感和体量感 。 创作于
1962 年的《陶马》有意识地选择了北宋
王希孟著名的青绿山水 《千里江山图》

作为画中的背景，通过油画绘制中国山
水名作，将中国式审美和意境自然引入
油画中，以凸显中国油画的文化身份。

比如吴大羽，早在 1941 年，就提出
“势象”理论，希望将西方抽象艺术的概
念与中国的书法、哲学、画理相结合，他
说：“我的绘画依据，是势象、光色、韵调
三方面的结合 ，光色作为色彩来理解 ，

作为形和声的连结 ， 是关乎时空的连
接……势象之美 ，冰清玉洁 ，含有不具
形质的重感 ， 比诸建筑的体式而抽象
之，又像乐曲传影到眼前 ，荡漾着无音
响的韵致。 ”他又说：“只是表现了眼目
所感的东西 ，是视觉的产物 ，好的作品
则是属于心灵的东西，要充满幻想和奥
秘、对人生的冥思和彻悟。 ”创作于 1956

年的《红花》（中国美术馆收藏 ）运用平
涂手法，使画面呈现出平面化和装饰性
趣味 。 这是吴先生运用西方表现性色
彩，来完成他对于中国意象化审美的追
求。 创作于 1973 年的《公园的早晨》（上
海油画雕塑院藏）是吴大羽最具代表性
的作品之一，此时的他已经从表现性走
向了半抽象和抽象 。 非常具象化的作
品标题，可以看出 ，尽管画面中没有通
常印象中公园早晨的具体的景象 ，但
此作的来源是具体而真实的 。 只是他
完全用结构 、色彩 、笔触和节奏来代替
对于形象的刻画与描绘 ， 纯粹用绘画
语言来抒发和表达作者更为内在的对
于大自然的感受 。 所以吴大羽的作品
实际上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 ， 而是他
的灵魂。

在油画领域，与油画民族化问题同
样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美术现代性的探

讨。 无论写实主义道路，还是各种现代
主义探索， 实则都在寻找和摸索 20 世
纪后半叶中国油画的现代发展之路。 20

世纪前半叶，现代艺术观念随着中国近
现代美术留学群体与油画等西方艺术
样式一起进入中国，经历了在一个传统
社会、前现代社会里实现现代艺术的独
特历程。 现代艺术在中国并非一种“自
发性”艺术潮流，而是一种 “外源性 ”艺
术思潮———它的进入，很大程度中断和
改变了中国美术千百年来一贯的步伐。

我们应该看到， 现代艺术是现代社会的
一个方面，现代艺术在西方的生成，与其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
现代艺术在中国落地时， 中国还没有形
成整体性的现代社会环境。 当时中国现
代艺术的策源地上海， 只是西方殖民主
义在处于前现代的中国辽阔版图上建
立的资本主义“飞地”。 因此，中国早期

现代艺术缺少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自然
联系，也缺少立足于本土的接受者。

众所周知，现代启蒙在今天的中国
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与之紧密相关的艺
术的现代性在中国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
重新梳理和研究上海油画独特而曲折
的发展历程，是希望找寻一些有价值的
艺术线索和历史启示，获得一种精神性
的力量。 或许我们当下的艺术可以从漫
长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某种能量，还
能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话、 互动
和冲撞中获得某种灵感与启发。眼下，以
绘画呈现客观世界， 获取图像的方式正
在发生变化，但毕竟，艺术如何能够达成
个人性、本土性和世界性的融合，依然还
是一个需要思考并长期实践的过程。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上海油画雕
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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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梳理和研究上海油画独特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再度回望其中
的现代性探索， 是希望找寻一些有价值的艺术线索和历史启示， 获得一种
精神性的力量。 或许我们当下的艺术可以从漫长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汲取某
种能量， 还能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话、 互动和冲撞中获得某种灵感
与启发。

观点提要

多年前，我去往荷兰的代尔夫特，徜

徉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进入眼帘的影像

多是那幅著名的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从酒店的大堂、街道上的广告牌、建筑山

墙上的壁画、咖啡厅的店招，乃至餐桌上

的杯碟和餐纸， 都赫然一见这个与维米

尔一样情系代尔夫特的女孩。 一幅画，一

座城，这里，艺术成为一座城市的触媒，

催化了旅人关于这个城市的浪漫想象。

同样，埃菲尔铁塔被视为艺术，成为

巴黎的象征，乃是历史发展的“给定”，是

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共识。当年莫泊桑、

大仲马等一群名流联名反对建立巴黎铁

塔，甚而嗤之以鼻，最终服膺了铁塔的魅

力。 罗兰·巴特在《埃菲尔铁塔》一文中

说，“铁塔虽没有什么作用而至今仍然存

在， 是由于它意味着对科学的强烈信仰

具有何等尊严， 并且有唤起人们想象力

的伟大功能。也就是说，它具有为人类服

务的功能，它的意义是无可比拟的。 ”它

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哈贝马斯所讲的

公共性的涵义和信息。

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城

市是一个有机复合体。 她

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集

中地， 也是人类精神文化

的创新地；换言之，她是人

类文化的大“容器”。 时至

今日， 全球超过 50%的人

口居住在城市。 并且，急剧

膨胀的城市化趋势与收缩

的城市现象同时存续 ，伴

随人口增长、 空气污染等

一系列问题凸显， 城市面

临的各种社会病也持续困

扰人们。 所以，在新一轮的

都市更新过程中， 建构一

种生活品质保证、 幸福指

数高企的当代城市文化尤

为重要。 由此，诸如“生活

美学”“人文城市” 之类的

热词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

里， 生活方式的表达折射

出城市美学的重要内涵 。

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汏洗与

蜕变中，一些励精图治、革

故鼎新的城市崛起， 从西班牙的毕尔巴

鄂、丹麦的哥本哈根、爱沙尼亚的塔林等

等， 无论低碳环保还是艺文观光抑或数

字城市， 这些城市成为都市更新的样板

而声名远播。 同样，生活艺术化、艺术生

活化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理念认

同和行动策略。

艺术不是城市的一种附丽， 而是城

市生命肌体里的一种维他命。 艺术同时

也是与城市共生的精神资产。

诚然， 美与艺术一直是城市历史演

变里不变的旋律与和声。然而，美与艺术

介入城市并不是一马平川的事。 尤其作

为城市空间主体的建筑及其风格随着时

代变化而变化， 城市美感的理解和表达

自然产生莫衷一是的错位和矛盾。 英国

工业快速发展时期， 混凝土和钢材的使

用，促使城市建筑面貌变化。 1851 年第

一届世博会水晶宫的建成， 更是一个城

市面貌改变的契机。 尽管这种关于现代

城市成长的完整理论在柯布西耶的理想

描绘中成为新的时代的象征， 然而现代

主义建筑思潮走向的“国际化”却成为千

篇一律和缺乏人性化的温床。

20 世纪 60 年代迄今， 西方科学技

术、社会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现代

主义文化的出现， 给西方艺术带来转折

性变化， 也直接催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

艺术。 打破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

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 让社会公众成

为参与艺术创作的主体，以毕加索、夏加

尔等人为代表的艺术家， 打破博物馆美

术馆的围墙，城市公共艺术由此兴起，芝

加哥城内艺术家的作品层出不穷，诸如：

毕加索的 《贝丝》、 亨利·摩尔的 《原子

能》、夏加尔的《四季》、卡达尔的《红鹤》、

奥登伯格的《大球棒》以及千禧公园卡普

尔的《云门》（巨大水晶球体的弧形曲面，

反射出天空、周围景观和夸张的人影）和

弗兰克·盖里的音乐广场建筑“普利茨克

露天音乐厅”和 BP 大桥。 其实当初毕加

索的《贝丝》在竖立之初，反对声四起，众

多市民要求拆除， 但艺术委员会不为所

动。时至今日，《贝丝》已然是市民和游客

的打卡地。 这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

市公共空间公共性的意义。

博物馆、公园、建筑综合体就是城市

的象征。 正是基于建筑作为人类生活活

动的空间， 其形塑本身具有功能性和艺

术性， 加之建筑总被赋予特定历史时期

社会人文的意识形态价值，所以，公共建

筑及城市设计具有公共艺术重要的表

征。西班牙的毕尔巴鄂，一个几乎无人知

晓的小城市，因为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

根海姆博物馆一时声名遐迩， 成为西班

牙最具竞争力的旅游目的地。 同时这个

把建筑的生机性与现代工业材料有机结

合的“巨型雕塑”成为公共艺术改变城市

的代表性案例。

诚然， 西班牙都市更新的宏大叙事

可推及更久远的历史。 巴塞罗那的兴起

即是一部紧密联系公共艺术的发展史。

自 1860 年起， 从城市规划师伊文笛福

斯·赛尔达棋盘状扩张计划， 到 1888 年

举办世界博览会， 巴塞罗那的城市骨架

已大致完成。这一期间，伴随新艺术运动

的影响，安东尼奥·高迪、罗伊斯·多梅奈

伊、 伊·蒙大内尔等新艺术人物出现了。

以高迪的教堂建筑风格声名鹊起， 一批

公共艺术作品应运而生。 而巴塞罗那也

是一个有着历史包袱的城市。 上世纪 30

年代，由于独裁统治，当地许多新艺术文

化遗产没有得到尊重和保护， 同时都市

更新步伐迟滞不前，环境恶化，城市问题

层出不穷。 1992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给予这个城市改变和振兴的契机。首先，

围绕奥运会举办地， 尊重历史文脉，以

“绿与水” 为主题进行都市更新和改造。

1982 年，市长主张重建失去尊严的城市

景观，“把博物馆搬到街上”， 由景观、建

筑和雕塑担当主角，帕尔梅广场、兰布拉

大街与诺德锡公园等组成巴塞罗那核心

街区，成为城市美学的展示窗口。西班牙

工业公园、新城市运动成果地、著名雕塑

家作品展示地、 克洛特雕塑公园和凯利

雕塑公园等构成巴塞罗那新的美学地

图 。 著名的兰布拉大街就是户外博物

馆———公共空间的美术博物馆。 把新的

建筑与老建筑的复原结合， 共同促进旧

城区的复兴。 如复原后的拉卡里塔特公

寓与理查德·迈耶设计的新的现代艺术

博物馆形成一个和谐的群体。 这个博物

馆令拉维尔区域的中世纪广场更具魅

力。 在此都市更新过程中，社会学家、城

市学家、旅游专家、文化学家、艺术家和

建筑师无一不参与， 共同讨论研究，策

划，推动执行计划。而巴塞罗那人为这个

城市贡献更多， 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民间力量和市民的捐赠。 公共艺术的公

共性主要表现为有着大众性和参与性的

社会特征， 这样才是实现公共艺术人文

关怀的途径和价值。同样，高迪、米罗、达

利、 毕加索和塔皮埃斯等艺术大师则成

为这个光荣城市的伟大代言者， 诸如高

迪的圣家族教堂、米罗的《女人和鸟》，当

你在米拉公寓、毕加索博物馆、达利剧院

美术馆流连忘返之际， 不禁叹为观止，艺

术介入城市竟有如此的伟力和魅力，巴塞

罗那被国际建筑界誉为将古代文明与现

代文明结合的最完美的城市，绝非虚言。

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新与旧、传统

与现代一直是尖锐而复杂的矛盾。 现在

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每

一次城市化浪潮以及都市更新改造计划

都经历和面临着这样的矛盾， 并且这种

矛盾伴随着城市发展会持续存在 。 由

此，以工业遗存的保护性开发为先导的

城市更新（鲁尔工业区、纽约高线公园、

上海环滨江 45 公里贯通等） 和以高科

技可持续性建设（毕尔巴鄂、直岛等）的

同时并举，为公共艺术思维的拓展和提

升呈现了现代契机。 毫无疑问，利用工

业遗存进行都市更新已然成为当代公

共艺术美学实践的重要趋势和取向。 伦

敦泰特美术馆就是对工业遗存成功改造

的范例。泰特美术馆原来是一座发电厂，

代表工业城市空间聚落的人类记忆，在

都市更新中华丽转身， 成为新的城市文

化地标和公共空间， 也是公共艺术实践

的重要价值。

生活美学， 人文城市———这是公共

艺术介入新一轮城市更新的目标愿景。

当艺术与美变成城市中所有人共同的文

化认知和生活态度， 一座美学之城创意

之城会不期而至， 进而成为城市共同的

文化记忆。 惟其如此，所谓“特色的文化

城市”建设才会从“城市文化自觉”走向

“城市文化自为”， 这样的城市才真正是

可以阅读的。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城市更新闯入“美学时代”
徐明松

▲ 吴大羽

油画 《公园的早

晨》

荩 周碧初

油画《古城水乡》

上海油画发展进程中的现代性追寻


